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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水务公司管理经营模式的探讨，各国学者纷纷提出不同的见解。
在社会广泛关注完全公有模式、法人单位模式、特许经营模式(法国模式)和完全私有模式(英国模式)
之时，本书提出了一种较为新颖的公有水务公司模式。
    该模式是荷兰现在供水行业的主导模式，并在智利、波兰、菲律宾等国家的供水和污水处理行业也
有良好的实践。
    荷兰地处莱茵河下游，是一个低地国家，其1/4国土的海拔高度都位于海平面以下。
因此，荷兰早在形成政府以前就建立了水务委员会。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荷兰人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治水经验，特别是在组织架构和管理方面有不少成功
经验。
荷兰供水行业经历了私人特许经营、市政部门直接拥有和负责管理水厂这两个阶段之后，逐渐形成了
目前的以公有水务公司为主导模式的现状，从供水行业通行的各个指标来衡量，荷兰供水行业都还是
比较成功的。
荷兰的公有水务公司模式颇有新颖独特之处，例如将私营公司的商业运营效率与公共责任机制的有效
地结合，以及各类型绩效的标杆管理等等，都值得我们去研究。
    当然，各种模式都有各自的特点，也有各自适用的范围。
这种模式究竟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还需更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本书仅为所有致力于水务行业管理模式改革的研究者提供一种参考思路。
    本书适用于供水主管部门与供水行业企业管理者、水务行业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
房地产物业管理人员等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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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绪论　　1　引言　　1.1　组织模式分类　　表1—1是基于IHE水务行业和公用事业管
理工作组在供水和卫生设施行业进行的一系列学术研究和调研结果得出的，共展示了供水行业5种主
要模式，为供水行业机制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基础和轮廓。
该表展示了每种模式下的基础设施（即处理厂、管网和其他资产）的所有权、运营者身份、运营者的
法律地位、运营所处的法律环境、以及股权结构。
从表中可以看出，这5种模式原则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包括公用事业单位模式和法人化的公用事
业单位模式，因为这两种模式都属于公有单位性质，都不是股份制实体，都遵循公法体系。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些特性都限制了例如员工招聘、员工薪酬、资本金来源、货物采购等很多关
键领域的管理。
而公有水务公司和私有水务公司则与第一类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它们都以股份公司或有限公司
的形式组建，因而都遵循《公司法》。
这种区别至少在理论上为它们在上述领域的管理方面提供了很大的自主权。
　　图1．1则展示了5种基本模式（公用事业单位、法人化的公用事业单位、公有水务公司、授权私营
单位、完全私营单位）的特征。
我们把每种模型置于两个轴线间，y轴代表设施管理在公营和私营之间的程度，X轴代表设施所有权在
公有和私有之问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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